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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二维离散元模拟斜坡地基静力触探试验，研究试验过程中锥尖阻力的变化以及斜坡地基

的宏微观力学响应。结果表明：归一化锥尖阻力峰值在坡角较小时无明显提升，在坡角足够大时提

升明显，稳定值随着坡角增大略微减小，说明斜坡边界对表层土力学性能影响明显，而对深层土影

响较弱；锥尖贯入过程中，斜坡地基探杆两侧土体变形不对称，坡上一侧膨胀，坡下一侧压缩，不对

称性随着坡角增大而增大；贯入到表层时，探杆两侧微观接触力链不对称，坡上一侧具有更大应力，
但当贯入到深层时力链趋向于对称，其临界深度随着坡角增大而增大，与坡角呈近似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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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静力触探试验作为一种原位测试技术，可用于

评定土的物理力学性质及其相关参数，且具有速度

快、经济等优点，广泛用于软土、黏土、砂土和粉土等

土层的勘探中［１］。近年来岩土工作者依旧对静力触

探试验展开研究，研究包括现场试验、模型试验与数

值模拟三种。现场试验包括静力触探设 备 改 进［２］、
静力触探成果整理方法讨论［３－４］以及基于静 力 触 探

试验结果的场地特性评价与工程设计决策［５－６］；模型

试验以离心机试验［７－９］与缩尺试验［１０－１１］为主，着重研

究锥尖阻力与土体密实度、贯入速度等影响因素的

关系；数值模拟以有限元法［１２－１８］为主，通过适当的有

限元模型，能在一定程度上模拟诸如分层土的特性。
然而，上述静力触探试验研究针对的都是水平地基

场地上的垂直贯入试验，几乎没有斜坡地基的静力

触探试验研究，而且对于倾斜贯入试验的研究都较

少。如 Ｗｅｉ等［１９－２０］运用三维有限元法，对正常固结

土进行由竖直到水平的不同贯入倾角的静力触探试

验，研究锥尖阻力的影响因素；蒋明镜等分别利用模

拟月壤展开倾斜贯入试验［２１］，并利用离散单元法模

拟锥尖倾斜 贯 入 砂 土 过 程 中 土 体 的 宏 微 观 力 学 特

性［２２］，取得了一 定 成 果。斜 坡 在 土 钉 墙、边 坡 锚 杆

支护等场地中较为常见，平整场地静力触探试验成

果是否能够直接用于斜坡还未有定论，因此有必要

对斜坡地 基 静 力 触 探 试 验 贯 入 机 理 展 开 研 究。此

外，有限元法在对土体微观特性（如土颗粒接触力、
土颗粒位移场等）的反映上具有局限性，因此有必要

寻找更为有效的方法。
离散单元法由Ｃｕｎｄａｌｌ和Ｓｔｒａｃｋ［２３］于１９７８年

首次提出，它将土体视为离散土颗粒的堆积体，通过

牛顿力学基本原理模拟土颗粒间作用，从而反映整

个土体的力学特性。相比传统有限元法，离散元法

在分析破坏与大变形问题具有显著优势，作为一种

新兴的数值方法被广泛用于各类疑难土体力学特性

与本构 理 论［２４－２７］乃 至 静 力 触 探 试 验 研 究［２８－３０］中。
因此本文拟采用离散单元法，研究锥尖贯入斜坡地

基过程中锥尖阻力变化规律以及地基土体宏微观力

学响应，并与前人静力触探试验成果对比，分析斜坡

地基情况下静力触探试验特性。

１　斜坡静力触探试验离散元模型

首先，采用 离 散 元 软 件ＰＦＣ２Ｄ，利 用 分 层 欠 压

法［３１］生成一个均匀的、颗粒总数２００　０００的离散元

模拟地基。颗粒级配曲线如图１所示，相关参数如

表１所示。为使砂土的内摩擦角接近真实情况，引

入Ｊｉａｎｇ等提出的二维砂土 颗 粒 抗 转 动 模 型［３２］，模

型参数（表１）参 照Ｊｉａｎｇ等［３２］的 离 散 元 模 拟 参 数。
生成地基后，为节省计算时间，在２０倍重力加速度

下完成固结后，地基宽４．０ｍ，高２．７６２ｍ。地基最

大颗粒 重 叠 比（颗 粒 重 叠 量／颗 粒 平 均 粒 径）约 为

４．５２％，地基自重应力如图２所示，接近理论值，均

满足要求。选取与地基参数相同的６　０００颗粒，组

成柔性边界的双轴试样，在５０ｋＰａ、１００ｋＰａ和２００
ｋＰａ三种围压下，以１０．０％／ｍｉｎ的应变速率加载，
得到地基土试样峰值内摩擦角为３６．７６°，残余内摩

擦角为１９．４７°。

图１　颗粒级配曲线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表１　地基土颗粒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　ｓｏｉｌ

参数 数值

粒径范围 ６．０～９．０ｍｍ
平均粒径 ７．６ｍｍ

不均匀系数 １．３
颗粒密度 ２．６ｇ／ｃｍ３

法向接触刚度 ４．０×１０８　Ｎ／ｍ
切向接触刚度 ３．０×１０８　Ｎ／ｍ
粒间摩擦系数 １．０

颗粒抗转动系数［３２］ １．５

　　本文贯入试验采用的斜坡地基，通过削除上述

地基的部分土体得到。削除示意图如图３所示。如

果地 基 左 下 角 点 为 原 点，则 以 坐 标（２．０，１．６）（单

位：ｍ）为中心，以坡角为与ｘ轴夹角 的 一 组 直 线 为

削除边界 线。分 别 按 不 同 的 削 除 边 界 切 削 上 述 地

基，重新固结后即可得到斜坡地基。本文研究的坡

角分别为０°（用于与已有成果对比）、１０°和２０°。
探杆由四个ＰＦＣ２Ｄ的 墙 单 元 组 成，直 径０．１６

ｍ，长度２．４ｍ，法向刚度１．５×１０１０　Ｎ／ｍ，切向刚度

１．０×１０１０Ｎ／ｍ，表 面 光 滑。探 杆 墙 与 土 颗 粒 的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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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地基自重应力分布

Ｆｉｇ．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图３　削坡过程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ｌｏｐ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触，采用 的 是ＰＦＣ２Ｄ自 带 的 线 弹 性 接 触 模 型。文

献［８］的研究表明，地基宽度大于４０倍锥尖半径时

边界效应对试验结果的影响可以不计，而本文中地

基宽度与锥尖半径的比值 Ｗ／Ｒ＝４．０／０．０８＝５０＞
４０，边界效应的影响可忽略。对于前述形成的模拟

斜坡地基，将 探 杆 分 别 以０．２５ｍ／ｓ、０．５ｍ／ｓ和１
ｍ／ｓ的速率向 下 贯 入，模 拟 静 力 触 探 过 程。斜 坡 地

基和探杆的示意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离散元模拟斜坡（坡角２０°）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ｌｏｐｅ　ｕｓｉｎｇ　ＤＥＭ

　　　 （ｓｌｏｐｅ　ａｎｇｌｅ＝２０°）

２　模拟结果及分析

２．１　锥尖阻力特性

在二维离散元分析中，锥尖阻力的计算方式如

下：

ｑｃ＝Ｆ１＋Ｆ２Ｄ
（１）

其中Ｆ１ 和Ｆ２ 分别为图４中模拟锥尖的左侧和右侧

墙所受法向力的竖直分力（因无锥尖摩擦）；Ｄ 为锥

尖直径。对于坡角θ＝０°、１０°和２０°，贯 入 速 率０．２５
ｍ／ｓ、０．５ｍ／ｓ和１ｍ／ｓ，锥尖阻力分别如图５所示。
其中贯入深度与贯入阻力均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即

将贯入深度ｙ除以锥尖截面半径Ｒ，而贯入阻力参

照文献［２２］的方法，除以贯入深度处对应土体的自

重应力。从结果可以看出，归一化贯入阻力先增加，
到达峰值以后逐渐降低，这与文献［２１－２２］的结果类

似；随着贯入速率增加，贯入阻力增加，验证了文献

［３０］中离散元分析贯入试验需要考虑速率敏感性的

观点；随着坡角增加，贯入阻力稳定值仅略有下降；
坡角１０°时贯入阻力峰值与平地（０°）差别不大，但当

坡角到达２０°时贯入阻力峰值出现明显上升。贯入

阻力的峰值和稳定值分别代表浅层土体与深层土体

的应力状态贯入阻力稳定值随坡角变化不大，表明

斜坡边界对深层土体的应力状态影响有限；然而，贯
入阻力峰值在 坡 角１０°变 化 至２０°的 过 程 中 发 生 了

较大的变化，这可能是当坡角达到２０°时，由于土体

的残余内摩 擦 角 不 足２０°，在 静 力 触 探 过 程 中 表 层

土体加载发生破坏后，达到残余状态不足以稳定倾

角２０°的斜坡，因而发生继续破坏，锥尖相应受到更

大的抗力所致。

２．２　地基宏微观力学特性

取贯入速度０．５ｍ／ｓ的情况，分析研究不同坡

角地基在锥尖贯入过程中地基土的力学特性。

　　图６和图７分别为地基网格变形与地基土颗粒

接触力链信息。在锥尖贯入前，先将地基划分网格，
然后间隔着 色（图４），以 观 察 地 基 变 形 情 况。从 地

基网格变形可以发现，在有坡角的情况下，较低一侧

的土体在接近探杆的位置发生压缩，较高一侧的土

体在接近探杆的位置发生膨胀，这说明斜坡地基位

于探杆两侧的土体在加载过程中经历不同的变形过

程。随着坡角的降低，锥尖两侧土体的变形差异将

缩小，当坡角为零时锥尖两侧土体变形对称。从颗

粒接触力链可以发现，平整场地下探杆两侧力链对

称，与土体受力变形对称对应；当有坡角时在浅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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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归一化锥尖阻力随深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ｎｅ

　　　ｔｉｐ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体处探杆两侧力链不对称，坡上一侧力链较坡下一

侧更为密集，说明同一深度处上侧应力水平大于下

侧。但当探杆贯入到一定深度后，两侧力链趋向于

对称，印证了上节中斜坡边界对深层土力学性能影

响有限的结论。此外，通过对比ｙ／Ｒ＝１１、坡角１０°
与２０°的力链可以发现，随着坡角增加，斜坡对土体

力学性 能 改 变 的 影 响 深 度 加 大，这 使 得２０°坡 角 下

ｙ／Ｒ＝１１深度处探杆两侧土体受力状态依旧不完全

一致。

　　下面进一步对斜坡影响深度进行定量化研究。
斜坡影响深度可以通过贯入过程中锥尖两侧土体力

图６　地基网格变形

Ｆｉｇ．６　Ｇｒｏｕｎｄ　ｇｒｉｄ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图７　地基颗粒接触力链

Ｆｉｇ．７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ｆｏｒｃ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学特性由不对称变为对称的临界深度得到。这里我

们选择两侧半 锥 尖 所 受 到 的 力Ｆ１ 和Ｆ２ 作 为 评 价

指标，当Ｆ１ 和Ｆ２ 由具有明显差异首次变为一致或

足够接近时，此深度即为临界深度，依旧使用归一化

的深度（ｙ／Ｒ）ｃｒ。图８为 贯 入 速 率１ｍ／ｓ，坡 角０°、

１０°与２０°情况下两侧半锥尖所受阻力与贯入深度的

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于对称的平整场地（坡角

０°），Ｆ１ 和Ｆ２ 自 始 至 终 差 不 多，可 以 认 为 临 界 深 度

（ｙ／Ｒ）ｃｒ＝０，这也与理论结果 相 符 合；对 于 坡 角１０°
和２０°的情 况，（ｙ／Ｒ）ｃｒ分 别 为６．７５与１４．２５。图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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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临界深度（ｙ／Ｒ）ｃｒ与坡角θ的关系，可以发现临界

深度（ｙ／Ｒ）ｃｒ与 坡 角θ（单 位：°）之 间 有 近 似 线 性 关

系，可表达为：（ｙ／Ｒ）ｃｒ＝０．７０５θ。这 样 的 线 性 关 系

在相近试验中也存在，如蒋明镜等［３３］的倾斜静力触

探试验结果显示贯入阻力与贯入倾角呈线性关系。

图８　两侧半锥尖阻力与深度关系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ｍｉ－ｃｏｎｅ　ｔｉｐ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３　结语

本文通过二维离散元模拟斜坡地基上的静力触

探试验，分析研究贯入阻力与地基土宏微观力学特

性，并与水平地基场地的情况进行对比。结果表明：
（１）贯入阻 力 与 贯 入 速 度 呈 正 相 关 关 系，静 力

图９　临界深度与坡角关系

Ｆｉｇ．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ｓｌｏｐｅ　ａｎｇｌｅ

触探试验离散元模拟应考虑这一因素。贯入阻力稳

定值随坡角增加仅略有下降，说明斜坡边界对深层

地基土力学 特 性 影 响 有 限；而 贯 入 阻 力 峰 值 在１０°
坡角情况下提升不明显，却在２０°坡角下明显提升，
这可能与土体残余内摩擦角不足２０°表层土体在静

力触探加载后发生继续破坏有关。
（２）斜坡地 基 静 力 触 探 试 验 过 程 中，探 杆 两 侧

土体变形不对称，坡上一侧靠近探杆的土体膨胀，而
坡下一侧靠近探杆的土体压缩，且随着坡角增加不

对称性增大；试验过程中斜坡地基探杆两侧土体颗

粒接触力链不对称，坡上侧地基土具有更大应力，随
着贯入进行到深层，接触力链渐趋对称，接触力链变

为均匀的临界深度随着坡角增大而增大，说明斜坡

边界对土体力学性能改变的影响深度随着坡角增大

而增大。进 一 步 通 过 对 两 侧 半 锥 尖 阻 力 的 分 析 研

究，发现此影响的临界深度与坡角呈现线性关系。

由于本文的研究着重于探究斜坡坡角与贯入速

度变化对静力触探结果的影响，没有考虑不同土质

斜坡的静力触探试验。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将在

作者今后的工作中有所体现。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徐超，石振明，高彦斌，等．岩 土 工 程 原 位 测 试［Ｍ］．上 海：同 济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　Ｆｒｏｓｔ　Ｊ　Ｄ，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Ａ．Ａｘｉａｌ－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Ｓｌｅｅｖ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Ｌｕｎａｒ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２０１２＠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ＡＳＣＥ，２０１２：３３５－３４３．

［３］　Ｆｉｒｏｕｚｉａｎｂａｎｄｐｅｙ　Ｓ，Ｉｂｓｅｎ　Ｌ　Ｂ，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Ｌ　Ｖ．ＣＰＴＵ－ｂａｓｅｄ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ｉｔ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ａｒｈｕｓ　Ｓｉｔｅ　ｉｎ　Ｄｅｎｍａｒｋ［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ａ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２０１２：１５１－１５８．

［４］　Ｃｈｅｎｇ　Ｙ，Ｌｉｕ　Ｓ，Ｌｉｕ　Ｚ，ｅｔ　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　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Ａｓ－

１６第３７卷 增刊１　　　　　　　　　　　　　彭　镝，等：斜坡地基静力触探试验离散元分析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ｉｂｒａｔｏｒｙ　Ｐｒｏｂｅ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Ｍｉｔｉ－

ｇａｔｉｏｎ［Ｃ］／／Ｇｅｏ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ｓ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　ａｎｄ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　ｉｎ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ＳＣＥ　２０１２：１８９８－１９０７．
［５］　Ｂｏｌ　Ｅ．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ｒ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Ｃｌａｓｓ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ｉｅｚｏ　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１５７：６９－７８．
［６］　Ｔｏｎｎｉ　Ｌ，Ｓｉｍｏｎｉｎｉ　Ｐ．Ｓｈｅａｒ　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ｉｌｔ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Ｊ］．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１６３：５５－６７．
［７］　Ｇｕｉ　Ｍ　Ｗ，Ｂｏｌｔｏｎ　Ｍ　Ｄ，Ｇａｒｎｉｅｒ　Ｊ，ｅｔ　ａｌ．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ｉｎ　Ｓａｎｄ［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９８），

Ｔｏｋｙｏ，Ｊａｐａｎ，１９９８：２３－２５．
［８］　Ｂｏｌｔｏｎ　Ｍ　Ｄ，Ｇｕｉ　Ｍ　Ｗ，Ｇａｒｎｉｅｒ　Ｊ，ｅｔ　ａｌ．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　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

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ｉｎ　Ｓａｎｄ［Ｊ］．Ｇéｏ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１９９９，４９：５４３－５５２．
［９］　Ｌｉｕ　Ｑ　Ｂ，Ｌｅｈａｎｅ　Ｂ　Ｍ．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ｈａｐ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ＣＰＴ）ｅ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ｙ　Ｇｒａｄｅｄ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Ｓｏｉｌｓ［Ｊ］．Ｇéｏ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２０１２，６２
（１１）：９７３－９８４．

［１０］　Ｈｕａｎｇ　Ａ　Ｂ，Ｈｓｕ　Ｈ　Ｈ．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

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２００５，５５（５）：３４５－３５４．
［１１］　Ｃｈｏｉ　Ｗ　Ｓ，Ｓｏｎ　Ｙ　Ｈ，Ｐａｒｋ　Ｊ　Ｓ，ｅｔ　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ｌｌ　Ｃｏｎｅ　Ｔｅｓｔ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ａｎ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２０１２，５４（５）：６９－７７．
［１２］　Ｗａｌｋｅｒ　Ｊ，Ｙｕ　Ｈ　Ｓ．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ｌａｙ［Ｊ］．Ａｃｔａ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２００６，１（１）：４３－５７．
［１３］　Ｗａｌｋｅｒ　Ｊ，Ｙｕ　Ｈ　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ｉｎ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Ｃｌａｙ［Ｊ］．Ｇéｏ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２０１０，６０（１２）：９３９－９４８．
［１４］　Ｔｅｋｅｓｔｅ　Ｍ　Ｚ，Ｔｏｌｌｎｅｒ　Ｅ　Ｗ，Ｒａｐｅｒ　Ｒ　Ｌ，ｅｔ　ａｌ．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Ｓａｎｄｙ　Ｌｏａｍ

Ｓｏｉ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Ｐｒ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ｔａｔ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ｅｒｒ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９，４６（５）：２２９－２３９．
［１５］　Ｙｉ　Ｊ　Ｔ，Ｇｏｈ　Ｓ　Ｈ，Ｌｅｅｆ　Ｆ　Ｈ，ｅｔ　ａｌ．Ａ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Ｊ］．Ｇéｏ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２０１２，６２（８）：７０７－７１９．
［１６］　Ｇａｖｉｎ　Ｋ，Ｔｏｌｏｏｉｙａｎ　Ａ．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Ｆｏｏｔ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Ｓ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

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２０１２，４６：

８４－９２．
［１７］　Ｄｅｊｏｎｇ　Ｊ　Ｔ，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Ｍ．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Ｐｏｒ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１３８
（７）：７７７－７８８．

［１８］　Ｓｕｎ　Ｔ　Ｋ，ＹＡＮ　Ｗ　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Ｐｅｎｅ－

ｔ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　Ｐｏｒｏｕｓ　Ｍｅｄｉｕｍ［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ＫＳＴＡＭ　２０１３，ｔｈｅ　９ｔｈ　Ｊｉａｎｇｓｕ－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３ｒｄ　Ｓｙｍ－

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ｉｎ　Ｍａｃａｕ，２０１３：３１．
［１９］　Ｗｅｉｌ，Ａａｂ－ｆａｒｓａｋｈ　Ｍ　Ｙ，Ｔｕｍａｙ　Ｍ　Ｔ．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Ｐｉｅｚｏ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ｉｎ　Ｃｌａｙ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５，５（３）：１６７－１７８．
［２０］　Ｗｅｌ　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

ｃｌｉｎｅｄ　Ｐｉｅｚｏ　Ｃｏｎ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ｉｎ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Ｓｏｉｌｓ［Ｄ］．Ｂａ－

ｔｏｎ　Ｒｏｕｇｅ：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４．
［２１］　蒋明镜，戴永生，王新新，等．一种静力触探模型箱试验装置的

研制及其试验研究［Ｊ］．岩土力学，２０１４，３５（７）：２１０９－２１１７．
［２２］　Ｊｉａｎｇ　Ｍ　Ｊ，Ｄａｉ　Ｙ　Ｓ，Ｃｕｉ　Ｌ，ｅｔ　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ＣＰＴ　ｉｎ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Ｇｒｏｕ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ＤＥＭ［Ｊ］．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Ｍａｔｔｅｒ，２０１４，１６（５）：７８５－７９６．
［２３］　Ｃｕｎｄａｌｌ　Ｐ　Ａ，Ｓｔｒａｃｋ　Ｏ　Ｄ　Ｌ．Ａ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Ａｓｓｅｍｂｌｉｅｓ［Ｊ］．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１９７９，２９（１）：４７－６５．
［２４］　Ｊｉａｎｇ　Ｍ　Ｊ，Ｌｅｒｏｕｅｉｌ　Ｓ，Ｋｏｎｒａｄ　Ｊ　Ｍ．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ｅｓ　ｂｙ　ＤＥ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２００４，３１（６）：４７３－４８９．
［２５］　Ｊｉａｎｇ　Ｍ　Ｊ，Ｓｈｅｎ　Ｚ　Ｆ，Ｔｈｏｒｎｔｉｏｎ　Ｃ．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ｕｎａｒ　Ｒｅｇｏｌｉｔｈ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

ｌｙｓｅ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２０１３，５４：１０４－１１６．
［２６］　Ｊｉａｎｇ　Ｍ　Ｊ，Ｚｈｕ　Ｆ　Ｙ，Ｌｉｕ　Ｆ，ｅｔ　ａｌ．Ａ　Ｂｏｎｄ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Ｌ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ａ－

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４，３８（１７）：１８２３－１８５４．
［２７］　Ｊｉａｎｇ　Ｍ　Ｊ，Ｚｈａｎｇ　Ｆ　Ｇ，Ｈｕ　Ｈ　Ｊ，ｅｔ　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ｏ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ｕｌｄｅｄ　Ｌｏ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ｒｉａｘｉａｌ

Ｔｅｓｔｓ［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１８１：２４９－２６０．
［２８］　Ｊｉａｎｇ　Ｍ　Ｊ，Ｙｕ　Ｈ　Ｓ，Ｈａｒｒｉｓ　Ｄ．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ｅｐ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Ｓｏｉｌ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０６，３０（４）：３３５－３６１．
［２９］　Ｊｉａｎｇ　Ｍ　Ｊ，Ｚｈｕ　Ｈ　Ｈ，Ｈａｒｒｉｓ　Ｄ．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Ｋｉ－

ｎｅｍａ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ｏｎ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Ｇｒｏｕｎｄ　ｂｙ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Ｊ］．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Ｍａｔｔｅｒ，２００８，１０（６）：４３９－４５５．
［３０］　Ｊｉａｎｇ　Ｍ　Ｊ，Ｈａｒｒｉｓ　Ｄ，Ｚｈｕ　Ｈ　Ｈ．Ｆｕ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Ｊ］．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Ｍａｔｔｅｒ，２００７，９（１－２）：９７－１０８．
［３１］　Ｊｉａｎｇ　Ｍ　Ｊ，Ｋｏｎｒａｄ　Ｊ　Ｍ，Ｌｅｒｏｕｅｉｌ　Ｓ．Ａ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ｆｏｒ　ＤＥ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２００３，３０（５）：５７９－５９７．
［３２］　Ｊｉａｎｇ　Ｍ　Ｊ，Ｙｕ　Ｈ　Ｓ，Ｈａｒｒｉｓ　Ｄ．Ａ　Ｎｏｖｅｌ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ｌ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２００５，３２（５）：３４０－３５７．
［３３］　蒋明镜，王新新．不同贯 入 倾 角 下ＴＪ－１模 拟 月 壤 静 力 触 探 模

型箱试验研究［Ｊ］．岩土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３５（８）：１４４２－１４５０．

２６　　　　　　　　　　　　　　　　　　　　地　震　工　程　学　报　　　　　　　　　　　　　　　　　２０１５年


